
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关系

和我们的环境工作

于 光 远

(ee )

许多文章把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并提
。

我认为
,

这样的提法只有作这样的解释才

合乎形式逻辑的要求
,

这就是
:

一
、

把经济效益仅仅解释为直接的经济效益
—

取得能够用来满足社会需要的产品和劳务
,

通过分配和交换
,

使得它们在被使用
、

被消费中发挥作用 ,

二
、

把生态效益解释为对有利于我们的生态条件的保护和改进
,

以及 由它而产生的某种经济

效益
。

由于不是直接的经济效益就不算在前面说的经济效益之内
,

而仍算在生态效益之 内
。

三
、

在上述两种效益之外的其他 社会 效 益
。

前两种效益也是社会效益
,

而这里说的社会效

益是把前两种社会效益撤开不说后的其他社会效益
。

按照这样的解释
,

经济效益
、

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者就是各有其特定的外延和内涵
、

互不

七汽 、亡汽 、亡布 、亡汽叭巴‘、心局 、亡局、心浦
、
亡月叭巴编、亡编卜亡月、亡瑞、亡扁 、亡月、心几、七布

、

七命亡多矛七石、心瑞 叭出布 亡‘; 、心,命亡布 、七局、七月
、
心月 、e 扁、亡汽、亡月 亡月、亡月

、

台布
、七月、 ,

出补心月卜巴月、亡月、亡布 、心编小魂声; 、

的生活燃料需要
。

全国还有40 % 以上的农 户
,

不同程度地缺柴烧
。

农民不得已伐木作柴
、

掘草为

薪
、

烧秸取火
,

加上又都采用原始燃烧方式
,

不仅热效率很低
,

浪费很大
,

而且破坏植被和农田

有机质来源
,

这是导致土地退化
、

沙化和严重水土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
。

应该通过因地制宜地采

取营造薪炭林
、

推广节柴灶
、

办沼气池
、

建小水电站
、

搞太阳能等多种途径
,

努力解决我国农村

的能源间题
。

这样
,

经过努力
,

到本世纪末
,

做到我国农村能源40 %靠沼气
、

30 % 靠 薪 炭 林
、

2 0%靠小水电
、

10 %靠其他能源来供应
,

是大有希望的
。

4
、

把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作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
。

不合理地开发利用 自然资

源
,

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
,

也是造成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
。

所以
,

要保护环境
、

维护生态

平衡
,

就必须对资源实行合理开发和综合
、

充分利用的方针
。

同时
,

把生产
、

生活的排泄物当作

资源
,

回收利用
,

重复使用
,

化害为利
,

变废为宝
。

5
、

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技术经济政策
,

以主要靠采用有关的新技术 来解 决 今 后的环境

问题
。

工业污染的防治
,

要同企业的技术改造结合起来
。

我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
,

燃煤的环境问

题很大
。

今后
,

要走煤化工和煤气化的路子
,

在煤的综合利用和提高热能转化效率上下功夫
。

加

强研究高效
、

安全
、

经济的农药
,

着重发展低残留农药
,

以减轻农药污染
。

积极研究和采用生物

工程技术发展农业
,

保护环境
。

6
、

进一步加强对环境保护工作的领导
,

健全环境管理体制
,

强化环境法建设
,

实行环境责

任制度
。

坚持贯彻
“谁污染

,

谁治理
” 和

“

谁发展
,

谁保护
” 的原则

。

凡是对环境造成污染危害

或破坏的
,

都有义务消除污染和补偿损失
,

并以此收费作为环境保护资金的来源之一
。



重叠的三个概念
。

三者并提表明我们对这三者的全面重视
。

在这样的意义下
,

我接受过
、

现在仍然接受这样的
“
三分法

” 。

但是现在我更倾 向运用另外

的一种
“

三分法” ,

那就是生产效益
、

生态效益和最终社会效益
。

这
“最终

” 二字是在一个座谈

会上听了一位同志对我的建议后加上去的
.

在这种
“三分法”

中
,

没有出现经济效益的字样
,

这并非忽视经济效益
,

而是因为
: 1

、

生产

效益

—
在物质产品和劳务生产中取得的效益

—
直接属于经济效益

,

并且是构成经济效益的基

础的东西 , 2
、

生态效益
,

从它对生产 (特别是对长远的生产)
、

对人的经济生活所发生的作用

来说
,

也包含有经济效益
; 3 、

这里所说的
“最终社会效益

” 同前一种关于效益的
“三分法

” 中

的社会效益涵义不同
,

指的是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物质需要能够得到的满足
,

他们能够在有利于

自己的健康的环境中生活
,

他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所得到的幸福和这种满足
,

这种幸福能够有保

证地长期保持下去
,

能够不断得到发展
。

这样的
“最终社会效益

” 的概念是以马克思主义与关于

社会主义建设 目的
、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 目的的根本理论为依据的
。

在这个
“
最终的社会效益

” 的

概念中
,

包括经济效益的内容
,

而且包括经济效益这个概念中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最具有

本质意义的东西
。

由于三者都把经济效益包括在它们的自身之中
,

因此经济效益这个概念用不着

在这种
“
三分法

”
中以独立的一个东西出现

。

我认为
,

明确这样的
‘三分法

” ,

对于我们解决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是会有帮助

的
。

因为有了这样的
“
三分法

” ,

我们可以更加明确地认识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本身 都 不 是 目

的
,

都是取得这种最终社会效益的手段
。

取得生产效益为的是使劳动者及其家庭成员的物质需要

得到满足
,

这属于
“
最终的社会效益

” 。

取得生态效益是使劳动者及其家庭 可以呼吸新鲜
、

清洁

的空气
,

摄取不会导致疾病的水和其他营养物质等等
,

这也属于
‘
最终的社会效益

” 。

生产效益

与生态效益之间的关系处理得是否得当
,

会对
“
最终的社会效益

”
发生很大的影响

。

因此
,

生产

效益
、

生态效益以及它们之间相互关系
,

都要以这个比两种效益更高一级的
“最终社会效益

”
来

衡量
。

有了这个
“三分法

,, ,

有了这个高于生产效益
、

生态效益的第三个东西
—

“
最终社会效

益
” ,

我们就可以更加合乎逻辑地来处理生产效益与生态效益之间的矛盾与一致间题
,

而这是我

们环境工作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

(二)

下面我先来谈谈可能发生
、

而且事实上已经存在着的若千种情况
。

从事某一种社会实践
,

如开办某一工厂
、

兴建某一工程
、

实施某一措施等等
,

它所产生的生

产效益和生态效益大概说来可以有 以下四种情况
:

一
、

既没有得到积极的生产效益 (从实物形态来说
,

生产出来的物质产品小于在生产中消耗

掉的物质
,

从货币形态来看就是高损 )
,

又没有得到积极的生态效益 (对环境和资源都产生不利

的影响)
。

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的效益和生态效益都是负值
。

二
、

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生产效益
,

同时却给生态带来不利的影响
,

如污染了环境
、

破坏了资

源
。

在这种情况下
,

生产效益是正值
,

而生态效益是负值
。

三
、

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生态效益
,

同时却给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
,

如增加了生产 或 投 资 成

本
。

在这种情况下
,

生产效益是负值
,

而生态效益是正值
。

四
、

既得到了好的生产效益
,

又得到了好的生态效益
。

在这种情况下
,

生产效益是正值
,

生

态效益也是正值
。

这四种情况都是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
,

还仅仅是抽象地把各种可能性盘算一 下 的 结 果 ? 回



答是
:

都是在实际生活中存在的
。

第一种 生产效益与生态效益都是负值
,

是办得最不好的企业
,

或者是做了某项错误决策后

造成的结果
。

这样的事虽然不很多
,

但在实际生活中有
。

第二种 生产效益正
、

生态效益负是一种最常见的现象
。

环境工作者面对着的
、

最大量的就

是这样的事
。

现在不少生产部门
、

不少地方
,

为了取得生产效益
,

对生态效益重视得不够
,

或者由

于其他原因
,

因而造成这种结果
。

第三种 只发生在环保工作中
。

当生产工作严重地影响生态效益时
,

环保工作推行的措施
,

其效果常常是改善了生态状况
,

取得了生态效益
,

但是使原先所得到的生产的效益有所减低
,

或

者由于在环保工作中投入了资金
,

使投入生产的资金有所减少
。

第四种 是一种理想的状况
。

我国人民群众不但在历史上有这方面的创造
,

而且近年来在社

会主义建设中也有这种创造
。

当然这样的情况还不算多
。

针对这四种情况
,

我们的对策是什么呢 ?

对第一种情况
,

我们应该采取坚决的态度
、

果断的行动
,

在短期 内改变这种局面
,

否则宁肯

把这种对社会没有一点好处的生产先停下来再说
。

当然在事实上
,

不论扭转局面或者停下来
,

都

会有实际困难
。

对这些困难应该估量到
,

所采取的措施要慎重周到
,

但不能允许无限期地拖下去
。

对第二种情况
,

要积极采取措施
,

争取生态状况好转
,

不使生态效益长期是负值
。

当然在这

里我们会遇到各种复杂情况
:

一种情况是在我国目前情况下
,

为了满足社会某种需要
,

纵观全局
,

对生态效益是负值这样的结果只能接受
。

但是这时候
,

对环境工作有认识的同志仍应努力争取增

加生态效益 , 还有一种情况是
,

生态效益是负值这种结果是可以改变的
。

这时候我们就应该抓紧

工作
,

力求使生态效益成为正值
。

我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
,

可以而且应该做到这一点
。

对第三种
,

也要区分两种情况
:

一种情况是在进行的环境工作中
,

生产效益的减少是不可避免

的
,

但是生产效益 已经在生产工作中得到 了
,

这里所做的环境工作只是对生产工作中对生态损害

的一种纠正
。

如果把原来的生产工作和这里所做的环境工作合在一起考察
,

最后生产效益虽然有

所减少
,

生态的损害也有所减少
,

得出的结果仍有可能生产效益是正的
,

生态效益还是负的
。

当

然如果两种工作合在一起
,

最后的结果是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都是正的
,

那当然太好了
。

还有一

种情况是
,

在这里进行的环境工作中
,

生产效益的减少可以避免
,

那么两种工作合在一起
,

生产

效益就不会减少
,

只有生态效益的提高
。

我们当然要力争这种可能
。

对第四种情况
,

我们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

这就是要努力研究这样的经验
,

加以推广
。

总的说来
,

如果把第一种非正常的情况撇开不说
,

以取得生产效益为宗 旨而进行的物质产品

或劳务的生产
,

或者以取得生态效益为宗 旨而进行的环境工作
,

在取得其
“正产品” 的同时

,

在
t’
副产品

”
中包括不 利于生态效益或生产效益的因素是合乎一般规律的

。

生产效益不能不讲求
,

而社会能够用来进行环境治理的人力
、

物力也终究是有限的
。

但是我国的生态问题既然 已经发展

到相当严重的程度
,

我们就不能不对它给以专门的注意
,

用专门的力量去对待这方面的问题
,

不

能不对损害人民健康 的环境污染与资源破坏给以特别的重视
。

因此兼顾生产效益与生 态 效 益
,

1
、

在力求取得生产效益的同时
,

注意保护生态效益 ; 2
、

在力求取得生态效益的同时
,

保护生

产效益 , 3
、

通过生产效益的取得增强取得生态效益的力量 , 4
、

通过生态效益的取得来保证取

得生产效益的条件
,

就应该成为我们环境工作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
。

(三)

在这里我想讲一讲我们环境工作中要特别注意的一个方面
。

那就是在现有条件下
,

开 动 机



器
,

寻找出更多的好办法
,

使得取得生态效益的措施同时也是取得生产效益的措施
。

在环境工作

中
,

常常提到的
“
废

”
与

“宝” 的确要用辩证的观点去掌握
,

而不应该用形而上学的 观 点 去 掌

握
。

处理城市污水问题
,

我认为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题 目
。

1 9 8 3年1 1月间
,

我访问了石家庄郊区西三教大队氧化塘
,

看到了他们利用水生植物治理污水

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

我和在那里的同志一起研究了一些问题
,

于是在一些场合介绍了 他 们 的 经

验
,

并写了四篇短文
,

讲了我访问西三教后的感想
。

这些文章在 《中国环境报》 上都 已 经 发 表

了
,

我在这里不再引用这四篇短文中的材料
。

有一些同志知道我的看法后
,

给我写来了信
,

寄来

了材料
,

便使我认为利用水生植物净化污水
,

可能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寻找的那种同时可以给我

们带来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措施
。

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情报研究室的周泽江
、

杨景辉同志写的 《水葫芦在

污水生态处理系统中的作用及其利用的途径》 一文告诉我们
,

将水生维管植物作为一种重要的生

物过滤体 (首先是水葫芦) 来处理污水
,

是科学界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找到的一种净化污水的方

法
,

是个投资不多
、

日常处理污水时耗费能源和费用不多
、

去除
“生物需氧量

” 和 “悬浮固体总

量”
效果显著的一种方法

。

水葫芦在水中可以同时生长的数量
,

在一亩水中可以达到 了万斤左右

(视各地气候不同而异)
,

全年产量在我国陕西
、

山东
、

河南
、

河北各省
,

六七个月生长期 可达

5 一1 0万斤
,

在江南各省 可以达到 15 一20 万斤
。

用水葫芦处理污水
,

塘的投资只 占化学滤水工厂

投资的百分之几
。

而我们从水葫芦养殖中可以得到不小的收益
。

天津农牧渔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张万章和王德荣同志分别写给我的信中告诉我
:

城市污

水厂属于耗能高的设备
。

1 9 6 8年
,

美国全部污水厂年 耗 电 已 达 2 7
.

2 3亿度
,

占美 国 总 发 电 量

2 输
,

假定全部改为活性污泥法处理
,

并增加一些三级处理
,

估计年总耗电量要高达 1 70 亿 度
。

我国城市污水日排放量已接近 1 亿吨
,

若全部规划二级处理
,

全年总耗电量要高达90 亿度
,

相当

1 9 8。年全国总发电量的2
.

4%
,

显然是我国能源实力难以负担的
。

而全国已调查的53 2条河流中
,

受污染的已占8 2
.

3%
,

如污水处理仍走国外污水处理厂的道路
,

是同我国经济力量不相适应的
。

同时
,

我国华北
、

西北耕地面积 占全国总耕地面积的 50 %
,

而河川径流量只 占全国的 10 % 以下
。

污水资源的利用势在必行
。

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的王崇效同志来信告诉我
,

上海交通大学和中国科学院植物生理研

究所的同志认为
,

用水生植物处理污水
,

具有投资低
、

能耗少
、

见效快的优点
,

符合综合利用
、

化害为利及城市污水资源化的方向
。

他们指出
,

西德在六十年代末研究利用芦苇
、

灯心草等高等

水生植物净化酚
、

氰及放射性污水的净化装置 ; 七十年代初美 国在西德专利基础上
,

研究用水葫

芦处理含酚污水
; 我国也在七十年代初开始这方面的试验

。

1 9 8 3年上海交大与植物生理研究所在

苏州东南郊开展水葫芦氧化塘处理城市污水的中间试验
,

找到了把水中挥发酚降低到每公升含量

2 编毫克以下的技术途径
,

他们准备进一步对用水生植物净化苏州城市污水问题进行实验研究
,

在减少酚
、

油等含量方面和减少主要污染物方面为净化城市污水提供依据
,

并对污水处理中生产

的水生植物的综合利用进行研究
。

我还收到其他一些同志 (包括石家庄周式君同志 ) 寄给我的信和各种材料
。

这些对污水处理

有专门研究的同志们写的资料提出的意见
,

使我相信在污水处理问题上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都是

正值的办法是可以寻找到的
,

应该积极支持
,

使得这种办法得以系统地推广
。

这样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
,

比如国外对建立贩绷养殖场来处理城市垃圾的作法已经有

了报导
,

我国这方面的试验也开始有人在考虑
。

道理都是一样的
,

就不多讲了
。



陕西省环境质量现状

陕西省城乡建设环境保护厅

环境监测是为控制污染
、

保护环境服务的
。

控制污染
、

减少物质和能量的流失也会给社会带

来经济效益
,

而且对于人类生存和社会文明具有重要意义
。

但现在的环境监测系统由于人力
、

监

测手段
、

经济
、

设备等方面的限制
,

只作了环境污染 趋 势 的 监测
。

陕 西 省现 已 建立了省
、

地

(市 )
、

县环保监测站共12 个
, 8巧人

,

监测仪器 65 8台
,

初具环境监测手段
,

形成了环境监测体

系
。

现就近几年全省环境监测部门所测得的数据
,

对我省环境质量现状概述如下
。

一
、

大气

19 8 ￡年我省进行大气例行监测的共有六个市
、

七个县
,

即
:

西安
、

宝鸡
、

铜川
、

延安
、

咸阳
、

汉中市
,

榆林
、

渭南
、

商洛
、

兴平
、

临憧
、

略阳
、

户县
。

按功能分区兼顾城区均匀分布设采样点

79 个
,

控制面积 3 7 7
.

7平方公里
,

全年共获监测数据1 2 ,

05 5个
。

从监测数据看
,

全省二氧化硫年 日均值铜川最高
,

为 0
.

31 毫克 / 立方米
,

超标准 (标 0
.

06 毫

克/ 立方米 ) 4
.

17 倍 ; 延安0
.

2 4毫克 /立方米
,

超标 3 倍 ; 西安
、

宝鸡为0
.

1毫克/ 立 方米
,

超标

0
.

66 倍
;
其它各地未超标

。

氮氧化物年日均值最高的是铜川市
,

为0
.

07 毫克/ 立方米
,

但各 地 的

年 日均值都未超标
。

总悬浮微粒 (颗粒物 ) 全省各地年日均值都超标
:

西安最高为 1
.

H 毫 克/立

方米
,

超标 (0
.

30 毫克 / 立方米 ) 2
.

7倍
;
户县 1

.

03 毫米/ 立方米
,

超标 2
.

4倍 , 铜川
、

榆林
、

兴平
、

临漳等地都不 同程度超标
; 宝鸡最低

,

超标0
.

5倍
。

降尘除汉中
、

兴平外
,

全省所监测 地 都超标

〔所用标准为各地 (市) 清洁对照点的监测值加 5 吨〕
,

最高铜川市
,

超标1
.

31 倍
,

西 安 超 标

0
.

8 9倍
,

宝鸡超标0
.

82 倍
。

大气环境质量的评价
,

若采用污染指数法
,

经计算得下表
。

如果单项分指数等于或小于 1 ,

{ 铜 ⋯ 西 { 榆 { 宝 ; 延 { 咸 } 兴 { 户 ⋯
,在 } 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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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 } 市 ! 县 { 市 } 市 ⋯ 市 】县 1 县 ⋯县 { 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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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
,

对于这种生产效益和生态效益互相促进的事情
,

不论生产部门或是环保部门都应该

特别给以重视
,

有关这方面的经验要很好地总结
,

有关的科学研究要给以热情的支持
,
已经成熟

的作法就要积极推广
。

这的确是一种投资小
、

收效快的办法
。

如果能够把这样的工作抓得很紧很

紧
,

不论在生产还是在生态方面
,

都会取得很大的效益
。


